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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
国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也吸
引了更多国家的读者，他们渴
望通过文学这一具有精神共
性的载体，了解中国，走近中
国，而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也
为世界各国读者提供了一种
新鲜的独特的人生体验。可
以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
种双向的需求。当前，整个世
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调整期，
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文学，中国文学也比任何时候
都需要“走出去”，需要通过文
学作品中对今日中国的描绘
和反映，通过其中蕴含和展示
的今天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和文化品格，去发挥文学这一
历久弥新的艺术形式的独特
魅力，增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
与理解，助力中国在世界发展
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
的步伐明显加快，越来越自
信，收获显著，继莫言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之后，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
获得星云奖等各文学领域的国际著名奖项，卡夫卡
奖、法国文化艺术功劳勋章骑士奖等有影响的国际文
化类奖项中也相继出现了中国作家的身影。这些奖
项是对获奖作家的认可，也相继体现出中国文学开始
走进国际主流视野。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
因素被专家学者们反复讨论，那就是翻译家的作
用。莫言的作品获得诺贝尔奖，其译者葛浩文也引
起了广泛关注，而葛式译法在翻译界引发很大争
议，有人认为葛浩文对作品作出的改变已经超出了
翻译的界线，也有人认为各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
好不同，适当的改写可以使作品更易于被接受。但
无论持哪种观点，翻译在其中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是得到一致认可的。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获奖，译者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译者刘宇昆本身就是一位在
美国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家，他的翻译可以更好地
把作品中的科幻因素展现出来，使作品在语言上更
贴近英语科幻读者。

正是因为看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近年来，各类
针对翻译的资助纷纷设立，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
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国文学
被翻译出版的数量大大增加的同时，一些问题也越
来越突显。一是文学作品翻译的难度和译者的欠
缺。文学作品的翻译对译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仅
要求译者有高超的语言能力，更要求译者有深厚的
文学素养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中国文学走出
去不能仅限于英语、法语、俄语等大语种，也要重
视瑞典语、捷克语等在世界文学中较有影响的小语
种，特别是要重视在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翻译出版。而目前的情况是，这些国家的文学
翻译家严重缺乏。这些语种翻译出版中国文学大多
是从英文版本翻译的，很少从汉语直接翻译。比如埃
及，能够直接从中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的翻译家非常
少，远远不能满足出版的需求，何谈翻译数量和质
量。二是翻译家与本国出版社的关系不太乐观。有
的译者翻译水平不错，但找不到出版社，有的出版社
很有兴趣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但找不到合适的译者。

我们应该紧紧抓住翻译这个环节，一方面积极发
现和联络更多优秀翻译家，一方面要重视对本国出版
社有一定影响力的翻译家，特别是在本国读者中有影
响力的翻译家，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发挥好
他们的桥梁作用，让他们真正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读
者之间的使者，使中国当代文学能够被翻译、被出版、
被阅读、被讨论，真正走进各国读者的阅读视野中。

在日前举办的2017秋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上，都市轻
喜剧 《越活越来劲》 以贴近现实的原创故事、反映百姓大众
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亲民视角与轻松幽默的喜剧表达，在众多
作品中脱颖而出。

《越活越来劲》由嘉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徐正超编
剧，刘流担任导演及领衔主演，该剧还汇集了闫学晶、范明、修
睿、张璇、乔杉、于洋、王君平等喜剧演员，共同演绎城镇小市民
嬉笑怒骂的日常生活。该剧讲述退休工人季德发和钱福云二
次创业、二次婚恋的故事，以“夕阳红”的“二次”人生为主体事
件，融入青年情感、亲情危机、都市奋斗等热点话题，描绘
当代人奋力拼搏、精神富足的真实状态。

不管大银幕还是小荧屏，从口碑和观赏效果来看，喜剧无
疑是收视群体首选的题材之一。《越活越来劲》在现实主义故事
内核的基础上，采用喜剧手法，以最易被观众接受和传播的方
式，表现时代生活，传递真实的社会状态。演员的表演和台词
都隐含着幽默又富于启迪意义的小话题。该剧请来众多喜剧
创作人，不仅为原创故事聚集了更多智慧，也将提升观众的收
视兴趣，为“电视中国剧场”的品牌建立和人才培养作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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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轻喜剧《越活越来劲》

反映大众真实生活
□海 文

“这个项目使我充满了探险的乐趣”

记者：《时间去哪儿了》是金砖五国电影人合
作的成果，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时间
去哪儿了”这个概念又是如何诞生的？

贾樟柯：去年秋季，金砖国家电影节联系
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拍金砖五国导演联合拍摄的
影片。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除了中国之外，其
他4个国家都是电影创意的大国，俄罗斯有传统的
苏联学派，影响了电影史，每年都有好电影诞
生；巴西是南美电影最活跃的国家；印度的宝来
坞也很有创造力，电影产量非常高；南非我们相
对陌生一点，但是也有非常好的导演享誉世界，
我们却不是很了解他们的作品。这就提供了一个
与其他四国导演合作，通过合拍片的形式和其他
四国的电影工业结合的机会，我觉得充满了探险
的乐趣。如果我们能做同题创作，寻找到一个共
同的生活感受，由5个国家的导演从不同的角度去
理解、阐释、拍摄，贡献我们不同的生活态度和
智慧，在美学上一定会是一种五彩斑斓的局面。
所以这个项目极大地吸引了我。

记者：这5个国家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
面有很大差异，作为电影的出品人和监制，您做
了哪些工作？

贾樟柯：对我来说，首先考虑的是大家生活
状况的相似性。这5个国家都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而这种快速的变化一定
对个体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诸多的创意
里面，“时间去哪儿了”的创意得到五国导演的一
致认可。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现在的科技、经济
和新的生活方式带给了我们匆忙的生活，家庭关
系、亲情关系、男女爱情都因此而有了新的改
变，所以引起了五国导演的共鸣。

作为监制，对于不同文化我持保护的态度，
我们中国人将这叫做和而不同。我既要寻找和的
地方，找到共同点，又要保护所有导演不同的部
分，鼓励大家不同类型、不同方向的创作。所以这
部电影的类型很多元，每个国家都用了不同的形
式，巴西导演拍的是灾难片；俄罗斯电影是惊悚片；
印度电影是亲情片，有歌舞元素；南非电影走得更
远，它用科幻题材来表现时间。我的短片也结合了
武侠片和爱情片元素，里面还有一些幽默的地方。

真实的情感状况最动人

记者：您的片子 《逢春》 有些内容是关于
“二胎”的，这个话题是当下社会的关注热点，您
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个题材的？

贾樟柯：“二胎”政策放开之后，我周围的朋友
都在谈论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正好是处在这种年
龄，大部分人有了一个孩子，年龄处在一个临界点，
努把力可以再生，不努力可能一两年之后就过了生
育的黄金阶段。所以，一方面“二胎”政策激活了社
会，让大家的生活有新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其实
选择也是有些困难的，比如对年龄的顾虑，特别是
女性。我觉得处在这样一种选择关头的时候，人是
非常有魅力的。这个剧本其实是在讲，一对夫妻表
面上是想再生一个孩子，其实是因为这样一个事
件，他们开始重新关注自己的情感，两夫妻可能已
经有些淡漠了，但因为这样一个事情，他们重新燃
起爱的渴望和激情。这是最终电影叙事的主体。

记者：“二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您
觉得这部电影在“走出去”时，会不会遇到文化价值
上的冲突？西方电影主流声音是不是认为中国电影还停留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上面？

贾樟柯：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了。几十年来，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也有很多中
国和外国的国际交往和人员流动，我觉得外界并不存在对中国太多的误读。我们这
几十年来一直在输出各种各样的影片，也能展现中国当代生活，外国人对中国的印
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另外，因为过去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二
胎”的背景很多海内外人士都了解，这个政策得到调整之后，人们基本上都理解发
生了什么。我并不担心在传播上有什么障碍。最感染人的其实是真实的人的情感，
当外国人接触到中国人真实的情感的时候，他就会感动。

五国导演合拍电影开创了历史

记者：在您看来，这部集锦式电影的意义在哪里？
贾樟柯：6月份在成都的时候，电影放完我上台跟观众见面，我突然意识到其实

我们是开创了历史的，因为第一次有 5个国家的导演一起来拍电影，确实是电影史
上首次。另外，借这部影片的拍摄，五国的制片公司、五国的电影工业进行了一次
深度亲密的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开创了历史的。作为中国导演，我能加入其
中感到很骄傲。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初的创意是习主席提出来的。他在印度果阿开会的时候提出，
金砖五国可以试着去合拍影片。这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创造历史的机会。

记者：您用“五光十色，一片丹心”来形容
这部电影，“五光十色”比较好理解，“一片丹
心”的含义是什么？

贾樟柯：“一片丹心”就是所有的导演制作人
员专注、认真的态度。大家彼此都是同行，互相
之间都非常欣赏，大家一起做事情，都希望把自
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比如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
斯，他是享誉国际的大师级导演。他粗剪完影片
之后，发了几次小样给我看，精益求精，我觉得就是

“一片丹心”。我自己也是这样，虽然只是20分钟的
短片，但我在山西平遥古城拍了3周，精耕细作，希
望把它拍到最好。

留下自己的时间刻度

记者：您自己产生过“时间去哪儿了”这种
感慨吗？

贾樟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晒旧手机，我也
翻出了我的一些旧手机，一看，感觉这就是一个时
间的线索。再比如回顾自己的创作时，拍电影拍了
19年，我的记忆都是按电影来的，哪一年我拍了哪
部影片。我差不多是以两年为一个周期来拍一部
电影，所以我的回忆都是围绕时间坐标找作品，19
年拍了十几部电影，时间就过去了。

记者：除了拍电影，您也在做电影节方面的工
作，这次您想留下怎样的时间刻度？

贾樟柯：平遥国际电影节即将举办，我们把
它定位为3部分，一是介绍非西方电影，比如东欧
电影、南美电影；二是希望通过平遥电影节，把
中国电影像西方电影一样进行推广；第三，我们
强调这个行业需要年轻导演加入，提供给他们一
些崭露头角的机会。我们整体上是小身段大格
局，所谓小身段就是选片量不会太大，差不多每
年 40部，大格局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专业化的学术
贡献和梳理。现在大量的文化资源集中在大城
市，但是中小城市、农村也需要文化资源，文化
流动起来，整个社会才能达到一种艺术资源、文

化资源的公平的分配。

“我从第一部电影就‘走出去’了”

记者：针对中国电影“走出去”，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贾樟柯：中国电影产量特别高，但有时候国际社会得不到我们年轻导演的作品

的信息，因为信息太多了，800部影片无从选择。平遥电影节就希望通过推荐，让一
些有价值的影片出现在国际视野中。另外，过去艺术电影比较容易走向世界，但实
际上更大众化的商业电影也应该走向世界。商业电影其实也是强调电影美学、电影
语言的。柏林、戛纳、威尼斯三大电影节有大量的商业片，我们的入选比较少，是
因为我们的商业电影质量还有待提高。所以我们今年平遥的电影展特意做的是法国
新浪潮之父同时也是类型片之父、警匪片的开山鼻祖——梅尔维尔的回顾展。希望
借此让我们的电影工业提高认识，商业电影其实也是有质量要求的。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浪潮？
贾樟柯：我从我的第一部电影就“走出去”了。中国电影“走出去”，我觉得还是

要创意“走出去”，而且应该是自然地走出去。现在电影“走出去”有一些乱象，比如两
个留学生找个地方办个影展，邀请几部中国电影。电影确实是放了，但是它没有征服
观众。我觉得真正的“走出去”就是要征服观众。

（申孟哲、姚丽娜、张雪、张少鹏、胡洁菲对本文亦有贡献）

10月19日，电影《时间去哪儿了》将在中国公映。该片由来自
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5个“金砖国家”的5位电影导演，分
别以“时间去哪儿了”为主题拍摄一部电影短片，汇集成一部集锦
式长片。5位导演通过自己的精巧构思讲述了5个充满着爱与生
机的故事，题材和风格各异，却都在时间主题下殊途同归地展现了

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此前，该片曾于今年6月在成都举办的
第二届金砖国家电影节上作为开幕影片亮相。

中国导演贾樟柯既是整部影片的出品人、监制，也负责执导中
国部分的短片。本报微信公号侠客岛和本报文艺部联合推出的

“文化大家”栏目对贾樟柯进行了采访。

金砖五国导演合拍《时间去哪儿了》

贾樟柯：我们创造了历史
□本报记者 苗 春

金砖五国导演合拍《时间去哪儿了》

贾樟柯：我们创造了历史
□本报记者 苗 春

△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我想是来自情感。我最近又恢复了手写剧本的习
惯。有时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支笔，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但是有一种情绪，可能
是生活给的，也可能是我个人生活带给我的，也可能是一种时代的情绪。慢慢地梳
理，人物形象出现了，故事也就出现了。

△电影的生命力在于表达的热情。只要我们还存在一批导演对我们的生活有感

受，还有勇敢精神，还可以直面生活，还可以把生活里我们所感受到的五味都能有强烈
的表达，这就是电影一直往前走的最主要的动力，而不是资本。

△中国的电影工业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人才奇缺。我们长期电影的产量是200
多部，积蓄的导演、摄影师、制片人、道具等的容量也只能支撑200多部电影拍摄。但
是只用了几年的时间，我国的电影产量就一下涨到800多部，人才是不够用的，有很多
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新手进到了这个行业里。过去是师傅带徒弟，慢慢培养，现在没
时间培养，来了就干活。这确实是要改变的一个事情。 （整理／张雪 张少鹏）

贾樟柯，1970 年 5 月 24 日生于山西省汾阳市。
导演、监制、作家。1997 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
学系，主要电影作品包括《世界》《三峡好人》《二
十四城记》和《山河故人》等。曾获威尼斯电影节
最佳影片金狮奖、洛杉矶影评协会最佳外语片及
最佳摄影奖、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导演双周
单元终身成就“金马车奖”等。

现担任国际作家和作曲家协会联合会 （CIS-
AC）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上海温哥
华电影学院院长。2016年，创办全球电影短片中国
内地首映平台“柯首映”。2017 年 10 月 19 日至 26
日，发起创立的平遥国际电影节将在山西平遥举办。

《越活越来劲》剧照

《颤抖的大地》（巴西） 沃尔特·塞勒斯执导

《呼吸》（俄罗斯） 阿列斯基·费朵奇科执导《呼吸》（俄罗斯） 阿列斯基·费朵奇科执导

《孟买迷雾》（印度） 马德哈尔·班达卡执导

《重生》（南非） 贾梅尔·奎比卡执导《重生》（南非） 贾梅尔·奎比卡执导

《逢春》（中国） 贾樟柯执导《逢春》（中国） 贾樟柯执导

◎文化大家

精彩语录

人物小传

文化万象


